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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carri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spiritual 
value	of	the	nation,	but	also	is	a	unique	resou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status	quo	of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ouris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me-based development, experiential tourism and digital promo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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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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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价值，也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独特资源。
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日益交融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本文从非遗与旅
游的现状入手，分析了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并进一步探讨了融合发展中的具体模式，包括主题化开发、体验化
旅游及数字化推广等。同时，本文也针对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为非遗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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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核心在于依托

传承与传播实现文化的延续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非遗保护

面临着严峻挑战，许多传统技艺和文化表现形式因传承人口

减少、商业化冲击等问题而濒临消失。然而，非遗的独特性

与不可替代性使其成为旅游产业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文化旅

游日益盛行的今天，非遗通过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能够提高

自身的可见度与活力，也为旅游产品的创新注入了文化内

涵。在实际发展中，这种融合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传

承的重要途径。

尽管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

模式单一、文化内涵流失等问题，影响了两者的深度合作与

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更加科学的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构

建多样化的体验方式和创新化的传播途径，将非遗的文化价

值与旅游的产业优势结合起来，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非遗与旅游产业融合的现状及挑战，

提出可行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为非遗的保护与旅游产业的转

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背景与
意义

非遗与旅游的结合为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提供了双赢

的可能性。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文化

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而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则为非遗的

保护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旅游这一媒介，非遗能够

以更加开放和多样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不仅提高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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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度，还能增强全社会对文化保护的关注和意识。与此同

时，非遗赋予旅游产品以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其摆脱了单一

的观光功能，逐步向体验化、深度化和互动化的方向转型，

从而提升了游客的文化参与感与归属感。

从非遗的视角看，旅游能够为其注入强大的经济动力。

许多非遗项目因经济收益有限而难以维持，通过与旅游的深

度结合，非遗项目能够吸引更多游客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

传承人收入的稳步增长，保障文化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广

泛传播。从旅游的角度看，非遗为旅游产品注入了鲜明的文

化特色和价值内涵，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尤其是在

注重文化深度体验的市场环境下，非遗的加入有效提升了旅

游产品的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不仅是文化保护的现实需要，更是

实现产业价值提升和传承创新的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社会

和经济意义。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模式分析

非遗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并非简单的资源嫁接，而是需

要在模式上进行深度探索，以实现两者优势互补与共同发

展。从当前的实践看，以下几种模式具有代表性。

3.1 主题化开发模式
主题化开发是非遗与旅游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

以非遗为核心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形成文化与旅游的双重吸

引力。例如，许多地区以传统节庆为依托，举办非遗主题的

旅游节日活动，如云南的彝族火把节、贵州的苗族姊妹节等。

这些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传统表演、民俗体验和特色展览吸

引了大批游客，不仅提升了当地非遗的知名度，还促进了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此外，一些景区将非遗元素融入主题展览

或体验区的打造，如手工艺村、传统美食街等，使非遗文化

更具吸引力和参与感，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主题化开发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展示非遗的文化精髓，

同时通过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增强游客的体验感。然而，

这种模式可能面临文化内涵被稀释或表面化的风险。例如，

为迎合商业需求，部分地方可能过度简化非遗的呈现方式，

削弱其文化深度。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

到合理的平衡点，确保文化本质不被过度商业化所侵蚀，并

通过与非遗传承人的深度合作保持活动的文化原汁原味。

3.2 体验化旅游模式
随着游客需求从传统观光逐步转向互动式体验，非遗与

旅游的结合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动态化和沉浸式的特征。在

体验化旅游模式中，非遗不仅是静态的文化展示，更是动态

的实践活动。例如，许多游客希望亲身参与传统手工艺的制

作过程，如陶器烧制、蜡染技艺、剪纸艺术等。通过亲身实践，

游客可以感受到非遗的技艺之美与文化内涵，同时拉近了他

们与非遗之间的情感距离。这种参与式体验不仅加深了游客

对文化的理解，也提升了非遗项目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此外，许多地区推出了非遗课堂或工作坊，让传承人

亲自授课，带领游客学习非遗技艺的基础知识与操作技能。

比如，游客可以在陶艺工作坊中学习拉坯技巧，在纸艺课堂

上制作剪纸，这些互动式活动让游客在参与过程中更深刻地

感受到文化的价值。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文化体验

感，还为传承人提供了展示与传播技艺的实际平台，同时带

来了经济收益。然而，体验化旅游对组织能力和技术支持的

要求较高，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和管理，以保证活动的顺利

实施以及文化内涵的正确传递。

3.3 数字化推广模式
在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非遗与旅游的融合

方式得到进一步拓展，数字化推广成为重要的创新模式。通

过互联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非

遗文化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更广泛的形式面向全

球受众。例如，一些地区将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处理，制作

成在线展览、虚拟体验或互动视频，游客可以通过数字平台

轻松了解非遗的工艺流程与文化背景。这些数字内容不仅方

便了文化的传播，也在无形中增强了非遗的吸引力和观众的

参与感。

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直播技术也为非

遗与旅游提供了全新的传播渠道。例如，传承人通过直播平

台向观众展示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或通过短视频生动呈现

非遗产品的独特工艺，这些形式的传播不仅吸引了更多年轻

人关注非遗，还扩大了非遗的社会影响力。在降低传播成本

的同时，数字化推广也为非遗旅游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例

如线上预订非遗文化体验活动、购买非遗衍生品等，为传承

人与游客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捷的桥梁。

数字化推广模式的优势还在于为非遗的长期保护提供

了有效的技术支持。通过数字技术，非遗的文化内涵、技艺

流程及历史背景可以被全面记录和永久保存，为文化研究和

教育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这种模式也增强了非遗的

国际传播能力，使其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然

而，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警惕过度依赖技术而忽略了非遗的

人文价值与互动特性。只有实现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才

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推广的积极作用，为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持久动力。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中的挑战与问题

尽管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过

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是商业化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在

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部分非遗项目出现过度商业化的现象，

非遗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涵被弱化甚至扭曲。例如，一

些传统手工艺被简化为流水线产品，或传统表演艺术被改编

得过于娱乐化，无法再体现其原有的文化深度与社会意义。

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非遗的文化属性，还可能导致观众对非

遗的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影响文化传承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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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同地区非遗与旅游融合模式的发展水平不平

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政府支持和市场资源充足，在融

合发展中能够形成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如主题公园、非遗

体验基地等。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投入有限、技术

手段不足和市场开发能力薄弱，非遗与旅游的结合往往停留

在初级阶段，难以形成有效的规模效应，导致非遗资源未能

充分利用，旅游产业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此外，这种区

域间的不平衡还可能加剧文化资源的集中与倾斜，进一步挤

压边缘地区非遗的发展空间。

另外，非遗传承人队伍的老龄化问题也给非遗与旅游

的融合带来了挑战。许多非遗项目的技艺传承仍然依赖传承

人“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人年龄偏大且后继乏人，使

得非遗文化的持续传承面临严峻考验。在与旅游的结合过程

中，如何吸引年轻一代参与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年轻一代

往往更倾向于新潮、现代化的文化表达形式，而非遗在他们

的认知中可能显得过于传统或与日常生活脱节。因此，在融

合发展中，既要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吸引年轻人关注，也要

结合教育培训等手段，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与责任

感。通过提升传承人队伍的结构与质量，非遗文化才能在与

旅游结合的道路上获得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5 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对策

为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需要从政策、技术和

管理等方面综合发力，构建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强化

非遗项目分类保护，制定差异化开发策略，在保持文化核心

价值的同时推进旅游融合，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内涵的

稀释或变形。建立非遗保护名录和动态监测机制，确保非遗

项目在开发中保持独特性和完整性。同时，加大对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及社

会资本引入，为这些地区的非遗项目提供更多资源支持。例

如，通过设立非遗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非遗与旅游

的开发，推动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代技术在非遗与旅游融合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数字

化技术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为非遗传播和

互动提供全新体验方式，例如通过虚拟展览和沉浸式体验，

打破地域限制，扩大非遗的受众范围。短视频和直播等新媒

体为非遗宣传提供了高效传播渠道，通过多样化内容吸引更

多关注。鼓励年轻人通过非遗教育和传承计划参与保护与开

发，将其创新思维与技术能力融入文化传承，为非遗注入新

活力。

政策层面，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非遗保护与

旅游融合提供法治保障，并推动多方合作机制的建立。通过

政府、企业、社会协作，形成非遗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生态体

系。在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和社会动员的多管齐下，非遗与

旅游的融合可实现文化与经济双赢，为民族文化复兴和传承

创造可持续发展路径。

6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既是文化保护

的需求，也是产业创新的机遇。在探索过程中，应注重平衡

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创新模式与路径，实现非遗的

活态传承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未来，随着政策支持与技术

进步的不断深化，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将迎来更多的可能性，

为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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